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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5_AD_A6_E6_c38_55452.htm 教育过程与社会、人

的相互关系以及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系列

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依据矛盾存在和起作用的范围，可以

把众多矛盾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教育过程和外部

社会环境的矛盾，如教育过程中教育目标、教育内容等因素

与教育过程外部经济、政治、科技发展等因素的矛盾。第二

层次是教育过程自身的矛盾，即教育过程内部各要素间的矛

盾。第三层次是教育过程各要素自身内部矛盾，这也是存在

于教育过程之中的但却是更深一层次的矛盾，如受教育者心

理内部矛盾。为了进一步理解教育的本质，我们这里只考察

教育过程内部的特殊矛盾。教育过程内部的特殊矛盾也就是

教育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即教育者所提教育目标与受教育者

发展现状的矛盾。这是其他活动过程所不具有、为教育过程

所固有的特殊矛盾。正是这一特殊矛盾，使人所特有的教育

活动与动物的活动严格区别开来。因为这一特殊矛盾表明教

育是有目的的活动。有无目的性是人类的活动区别于动物活

动的根本标志。任何教育过程都是有目的的活动过程，没有

目的也就没有教育活动。教育者所提教育目标与受教育者发

展现状的这一特殊矛盾，正是教育活动区别于动物活动的内

在根据。教育过程的特殊矛盾也是教育活动和其他类型的社

会活动，如生产活动、政治活动、艺术活动等相区别的特殊

矛盾。教育活动的直接目标就是要育人。教育活动的直接对

象就是人，教育就是人自身的再生产活动。因此，教育过程



的特殊矛盾，也决定了教育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科学活动

、艺术活动等等的质的不同。事物的性质由主要矛盾的主要

方面所决定。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所代表的阶级不同，所体现

教育目标的性质不同，教育过程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特

殊性也规定了不同社会的教育具有不同的性质。总之，教育

过程自身的特殊矛盾规定了人类社会的教育活动与动物的本

能活动本质上不同，也规定了教育活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实

践活动不同，也规定了不同社会教育性质的不同。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